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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成本与创业机会

0 前言

是什么促进了经济增长? 以亚当·斯密

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一直认为 , 劳动分工是

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他发现分工可以

创造财富 , 分工促进了专业化、资本化 , 人类

为了追求分工而不得不依赖于市场 , 导致了

交易的出现和利益主体的分离 , 并认为由于

劳 动 分 工 带 来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是 增 加

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劳动生产力上

最大的增进 , 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

的 熟 练 、技 巧 和 判 断 力 , 似 乎 都 是 分 工 的 结

果[1]。”

然 而 , 除 了 分 工 可 以 降 低 成 本 , 人 类 还

发现了很多节约成本的方法 , 分工只是这些

方法当中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除了分工可

以节约资源耗费 , 各种要素间重新组合、规

模、信息 沟 通 、内 部 组 织 化 、集 群 、全 球 化 采

购 、契 约 管 理 等 都 是 节 约 成 本 的 方 法 , 这 些

重要的方法为企业广泛接受 , 发现成本形成

了一浪一浪的社会财富增长浪潮。

1 节约成本与企业利益动力

企业间的竞争可以促使企业发现成本。

厂 商 理 论 指 出 , 在 充 分 竞 争 的 市 场 上 , 每 个

能 够 生 存 下 来 的 企 业 都 应 该 达 到 其 它 企 业

所达到的成本水平 , 那些没有达到这一成本

水 平 的 企 业 将 会 因 为 成 本 过 高 而 导 致 亏 损

并退出市场 , 所有的要素为了企业生存必须

努力使企业成本与其它企业相同。这隐含着

只要与其它企业成本相同 , 企业就不会有降

低 成 本 的 动 力 , 同 时 也 意 味 着 , 如 果 企 业 有

了成本优势 , 则它会迫不急待地降低价格 ,

推动其它企业降低成本。

假设企业降低成本的方法能够保密 , 一

个企业降低成本并不为其它企业所掌握 , 这

时 的 结 果 与 完 全 竞 争 厂 商 理 论 预 测 的 情 况

会 不 一 致 , 但 企 业 同 样 会 有 成 本 降 低 的 动

力。由于市场存在着充分竞争 , 因此 , 企业无

法决定市场价格 , 价 格(P)由 市 场 外 生 给 定 。

在均衡的市场上 , 企业可以在市场分得一定

的市场份额(S); 市场价格与其它企业的边际

成本(MC)相等 , 但发现节约成本方法的企业

有自己的边际成本 MCl(Q), 该成本曲线应低

于市场上其它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 , 由分得

的 市 场 份 额 决 定 的 企 业 边 际 收 益 曲 线 与 边

际 成 本 曲 线 相 交 决 定 了 企 业 可 以 得 到 一 个

大于零的利润 , 也就是企业可以接受市场外

生给定的价格 , 这个价格与自己估计的最大

利润价格更加接近 , 如附图所示。

附图 发现节约成本方法的企业可以接受的价格

除 非 企 业 预 计 降 低 价 格 得 到 的 顾 客 所

增 加 的 利 润 大 于 由 市 场 份 额 分 得 的 顾 客 与

扩大单位利润带来利润增加 , 否则企业不会

选择降低价格 , 而会以低成本保持在原来价

格水平。企业这样做也可能有策略性目的 ,

降 低 价 格 的 公 开 挑 战 可 能 引 起 的 是 企 业 价

格竞争 , 企业节约成本的方法会迅速在市场

上传播 , 企业成本优势会消失。因此 , 企业宁

可保持在原来市场份额上接近最大利润 , 也

不愿意扩大市场 , 形成一种竞争局面。

这就是说 , 完全竞争的厂商理论所预测

的厂商降低价格的竞争行为是有前提的 , 企

业 完 全 可 能 利 用 自 己 的 低 成 本 优 势 来 维 持

利润 , 而不会让其它企业成为分割自己利润

的竞争对手。所以在充分竞争下 , 企业也可

能存在利润 , 其前提是企业未必一定会走向

价格竞争 , 而会设法寻找维持自己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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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 降低成本的动力在于它可以实现这

一目标。

2 发现成本与内化成本

经 济 人 的 假 设 表 明 人 是 追 求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 因 此 , 可 以 认 为 每 个 企 业 都 存 在 着 外

化 成 本 的 倾 向 , 除 非 是 企 业 迫 不 得 已 , 否 则

不会人为增加成本。这只能是以企业已经明

确产品概念和服务范围为前提 , 如果企业不

能首先界定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范围 , 那么

企业的成本也无法明确。也就是说 , 企业不

仅存在着外化成本的倾向 , 也存在着内化成

本的倾向 , 这要看企业如何界定产品范围以

及通过这种界定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变化。

现 实 上 很 多 企 业 并 没 有 大 量 地 内 化 成

本 , 而 是 将 成 本 尽 量 地 外 化 , 只 要 有 可 能 就

要求顾客支付。似乎从理论上这一现象已经

得 到 解 释 , 因 为 企 业 是 求 利 的 , 降 低 成 本 只

是企业获取利润的一种方式。但降低成本可

以 有 两 种 方 法 , 一 种 方 法 将 成 本 尽 量 地 外

化 , 让外部支付成本 , 最典型的是社会成本 ,

即将企业支出转变成公共性支出 , 由社会承

担 , 污 染 排 放 最 为 直 观 ; 另 一 种 方 法 是 利 用

企业组织 , 实现成本节约。显然 , 如果企业已

经确知存在着某种成本 , 并且预测自己无法

利用企业组织方式实现成本节约、并获取利

益 , 或者由于顾客承担成本的公共性与价格

竞争压力 , 它就可能会选择外化成本。

首先 , 由顾客支付的成本具有隐蔽性、

分散性和事后支付的性质 , 有可能导致顾客

对成本的忽视。例如 , 搜索成本一定由顾客

支付 , 搜索本身有时会隐含着选择、观赏、比

较等意义 , 顾客有可能并不把搜索作为成本

对待 , 相反 , 可能是一种收益。为了区别顾客

中谁将搜索作为成本、谁将搜索作为收益 ,

需要企业支付很多精力 , 甚至这种鉴别根本

无 法 实 现 。 这 无 疑 给 确 定 支 付 成 本 带 来 困

难。顾客支付成本往往发生在购买一定时期

以 后 , 从 成 本 的 时 期 上 看 , 存 在 着 成 本 与 产

品联系起来的困难 , 企业借此推卸责任 , 并

造成事后的交易成本 , 顾客考虑这些因素会

自己支付成本。这些原因使企业有可能逃脱

支付成本的责任。

其次 , 企业规模限制。规模是使用专业

化降低成本的前提 , 规模化会促进专业化 ,

当企业经营规模不足时 , 低的专业化程度会

阻碍衍生产品(服 务)成 本 的 降 低 , 进 一 步 会

阻 碍 服 务 价 格 下 降 , 这 时 , 企 业 往 往 难 以 预

测到扩大产品概念会增加利润的前景。然而

事实上 , 衍生性服务往往具有营销策略的含

义 , 如 果 企 业 肯 于 让 利 , 则 会 进 入 扩 大 规

模—衍生产品 (服务) 生产专业化—成本下

降—价格下降—- 利润增长的循环。但由于

进入这一循环具有一定的风险 , 阻止了企业

采取这种策略。

企 业 为 市 场 提 供 产 品 并 为 市 场 所 接 受

的原因是发现成本与找到降低成本的方法。

市 场 规 模 的 扩 大 和 产 品 丰 富 会 内 生 出 很 多

新的成本。最直接的是市场空间范围的扩大

会增加运输成本 , 但隐藏更深的成本是搜索

成本 , 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搜索空间的扩

大 , 另一方面是因为搜索对象的数量增加 ,

需要鉴别的合作者也在增加。搜索成本也同

样会出现在不断扩大的商业服务企业之中 ,

商品数量的增加 , 使在商场之中选择的时间

增长。为了节约搜索成本 , 一系列方法被刺

激 出 来 , 缩 小 商 场 规 模 的 专 卖 店 , 为 顾 客 减

少搜索时间的柜台摆放与调整 , 信息技术的

应用以及专门从事信息沟通的企业。这些成

本 在 市 场 规 模 没 有 达 到 一 定 程 度 时 并 不 为

人们所注意 , 但当市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

以后 , 它们就要成 为 搜 索 者(需 求 者)必 须 支

付的成本。能够发现这一内生出来的成本 ,

并能够通过专业化技术将其节约 , 这成为企

业生存的理由。一旦有谁发现了成本 , 并能

够将这种成本对应的效用产品化 , 并且拥有

比原来非企业方式生产的更低成本 , 这个企

业就可以存在并获得利润。由此 , 我们也可

以 把 企 业 定 义 为 是 发 现 成 本 并 节 约 成 本 的

结果。

3 发现成本与创业

创业是发现机会、利用机会并将机会转

化为商业活动的过程。广义的创业过程通常

包括一项有市场价值的商业机会从最初的构

思到形成新创企业 , 以及新创企业的成长管

理过程[2]。Shane 和 Venkataraman 认为 , 机会

才是创业研究的中心问题 , 创业过程是围绕

着机会的识别、开发、利用的一系列过程[3]。

完 全 竞 争 的 市 场 结 构 几 乎 没 有 为 新 的

企 业 提 供 机 会 , 如 果 说 存 在 着 机 会 , 也 只 是

由于需求扩张需要新的企业加入。市场规模

的 扩 张 却 为 所 有 企 业 的 服 务 对 象 带 来 了 新

的成本 , 这将成为新型企业形成的机会。

一 批 对 潜 在 新 型 企 业 的 需 求 具 有 深 刻

认识力的技术开发者 , 在意识到网络技术的

突 破 可 以 为 试 图 降 低 搜 索 成 本 的 很 多 企 业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 网 络 技 术 首 先 出 现 , 接 着 应

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出一批新型企业 , 使信

息搜索技术、门户技术得以形成和推广并产

生了一批重要企业。当成本普遍性存在 , 会

诱 导 技 术 探 索 者 在 节 约 成 本 的 方 向 上 发 展

技术 , 会形成多种不同技术的探索格局 , 直

到 技 术 开 发 者 和 创 业 者 将 这 一 技 术 与 节 约

成 本 联 系 起 来 , 为 满 足 市 场 节 约 成 本 的 需

要 , 便 为 进 一 步 开 发 技 术 开 拓 出 道 路 , 使 技

术沿着这一路径得到发展。而一旦技术开发

和应用得到普及 , 就具备了创业者可以利用

的 技 术 基 础 , 在 此 技 术 基 础 上 , 可 以 产 生 专

门 为 节 约 成 本 而 深 入 开 发 的 技 术 和 应 用 这

一技术的企业。

我 们 可 以 把 创 业 理 解 成 是 一 系 列 发 现

成本并降低成本的过程。成本的隐蔽性使已

经正常运行的企业存在着发现成本的障碍 ,

求 利 动 机 形 成 的 自 然 的 成 本 外 化 倾 向 使 企

业不愿意为顾客支付这一成本 , 如果价格固

定 , 或 者 存 在 着 价 格 竞 争 压 力 , 企 业 无 法 延

伸 产 品 概 念 、提 高 价 格 , 企 业 就 难 以 形 成 发

现成本的动力。资产专用性也会给正常运行

企业制造扩展产品概念带来困难。创业企业

不存在价格既定的障碍 , 也没有专用性资产

的 限 制 , 所 以 , 创 业 企 业 经 常 是 社 会 节 约 成

本 产 品 的 提 供 者 , 同 时 , 创 业 企 业 唯 有 利 用

机会才能得到发展 , 它们是发现成本的最重

要的动力来源。如果正常运行企业能够突破

发现成本的障碍并创造出节约成本的办法 ,

企业就得到了新生 , 实现了二次创业。如果

企 业 能 够 不 断 发 现 成 本 并 用 产 业 的 方 法 将

更节约成本的产品提供给市场 , 这个企业将

是 一 个 持 续 创 业 的 企 业 , 往 往 最 具 有 生 命

力。丰田汽车公司发现可以用协作的方法节

约库存成本 , 制定了零库存成本目标。丰田

并不是首先发现库存成本的 , 但却是首先发

现库存成本可以节约的 , 在实现了库存成本

大量节约以后 , 丰田具有前所未有的行业竞

争力。这一技术的应用虽然没有诱发出新的

企业 , 但却等于重新造就了一个新丰田。

从完全竞争市场出发 , 市场几乎没有给

创业者留下机会。但是 , 如果能够发现成本

并找到巧妙地降低成本的方法 , 就可以重新

组 合 要 素 , 将 破 产 、倒 闭 的 企 业 还 原 为 市 场

的 要 素 重 新 组 合 起 来 , 即 使 不 存 在 市 场 扩

张 , 用更低的成本满足已有的市场需求 , 它

企业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

38



2006·9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也具有生存竞争力 , 甚至可以获得利润。当

创 业 者 发 现 了 机 会 或 者 发 现 了 节 约 顾 客 成

本的方法 , 都可以成为扩大市场的重要影响

因素[4]。如果创业者发现市场中现存的新的

顾客成本 , 并能够运用内化成本的方法满足

顾客节约成本的愿望 , 就可以将原来的产品

加以延伸 , 形成扩大原来市场产品概念的起

点。

经 常 会 出 现 大 量 顾 客 承 担 成 本 但 却 十

分 分 散 , 它 虽 然 是 由 消 费 产 生 的 , 但 却 无 法

由一个企业将其集中 , 或者一个企业集中内

化这一成本并不经济 , 这时就会促进新的企

业出现。这样的企业不仅是创业企业 , 还可

能是新产业发展的种子。例如 , 等待是客户

的 一 种 成 本 , 为 了 节 约 这 一 成 本 , 要 求 建 立

企业之间快速的物流沟通 , 并演变为竞争的

重要要求 , 然而 , 受到规模的限制 , 不可能每

个企业都具备快速物流沟通能力 , 这时就要

催生一类新的企业 , 它将分散的快速物流沟

通 的 要 求 集 中 起 来 , 利 用 规 模 经 济 降 低 成

本 , 形成了所谓“第三方物流”产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创业是实现创新的过

程 , 而创新是创业的本质和手段[5]。创业并非

仅是将技术引入市场 , 而是用企业的方式满

足机会性的需求 , 用内化成本的方法为顾客

节 约 成 本 , 只 要 看 到 存 在 着 顾 客 成 本 , 他 们

就有节约成本的要求 , 从而为创业企业提供

机会。而创新则是将一种技术应用于市场 ,

让 市 场 接 受 , 它 可 以 是 新 的 企 业 方 式 , 也 可

以不是。新的技术往往对企业节约成本有重

要意义 , 如果创业企业能够运用新的技术 ,

则不仅可以为顾客节约成本 , 还可以建立技

术壁垒。

利 用 内 化 成 本 获 取 利 润 需 要 承 担 经 营

风 险 , 虽 然 它 可 能 为 企 业 带 来 利 益 , 但 也 会

因为不确定性而让企业承担风险。但创业企

业所使用的技术并不存在完全不成熟现象 ,

几 乎 所 有 的 不 确 定 性 仅 来 自 于 产 品 概 念 创

立 与 内 化 成 本 所 产 生 的 节 约 是 否 为 市 场 所

承认。因此 , 多数创业企业不必承担技术投

入风险 , 而只是承担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投入

风险。正如熊彼特所说 , 即使创业者在企业

中 投 入 了 一 定 的 资 金 , “那 他 也 只 是 以 资 本

家或者商品拥有者的身份 , 而不是以创业者

的身份 , 来承担风险[6]。”

如 果 创 业 企 业 所 选 择 的 产 品 概 念 与 价

格能够满足一部分顾客节约成本的愿望 , 在

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 , 这

些 敢 于 内 化 成 本 的 企 业 往 往 因 为 首 先 发 现

了成本 , 并想出了识别成本和降低成本的办

法 , 会 首 先 得 到 市 场 的 肯 定 , 进 入 规 模 与 专

业化衍生产品(服 务)生 产 的 良 性 循 环 , 使 企

业与产业均得到扩张。相反 , 如果创业企业

选 择 的 产 品 形 式 与 价 格 不 能 让 市 场 具 有 足

够的规模 , 创业企业可能会因此而不能达到

节约成本的要求 , 创业企业就可能走向恶性

循环。这是创业企业产生经营风险的本质。

Amar V.Bhide(2000)指出: 创业者通过个

人 努 力 将 自 己 的 产 品 或 服 务 差 异 化 的 能 力

是 他 们 所 研 究 的 许 多 《有 限 公 司 》上 榜 企 业

之所以能够盈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7]。成功的

创业企业 , 他们或者巧妙地开发为顾客节约

成本的产品或服务 , 或者恰好在投入时达到

了足够的市场需求密度 , 使原来不能节约成

本的产品可以在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 , 或

者在内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实现经营成功。

前者需要一定的创新能力 , 后者则是仅仅与

时机和企业财务能力有关。

4 结语

企业具有发现成本的责任。随着经济规

模 扩 大 , 总 会 出 现 人 们 意 识 不 到 , 但 却 存 在

的 成 本 , 它 并 不 由 企 业 所 承 担 , 而 是 分 散 地

隐蔽在顾客身上。追求利润的动力诱导企业

外化这些成本 , 而有着创业意识的企业则会

内化这些成本 , 运用企业方式将这些成本进

行 节 约 , 以 产 品 形 式 提 供 给 市 场 , 这 种 活 动

称为创业。新办企业最具创业条件 , 应该是

发现成本的最大推动者和获益者。或者说 ,

从发现成本入手进行创业 , 可以为创业者开

拓出道路 , 也会为新的产业形成带来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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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Cost and the Oppor tunity of Entrepreneurship

Abstract:It is saving cost that creates the wealth ultimately. Smith1s principle that division of labor creates

wealth is only one way to save cost.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discovery cost, the internal-

ized cost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to discover

cost and save cost, the new business venture has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cost and save cost continuously, and

the more opportunities of entrepreneurship will be found in the course of discovering cost and saving cost.

Key words:discovery cost; save cost; opportunity of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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